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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猪苓是我国传统珍贵中药之一，以菌核人药，有利水渗湿的功效，是主治小便不利.、水肿、泄泻
、淋浊、带下等病症的主要中药之一。
　　猪苓主产于中国和日本，在我国分布较广，主要分布于西北、东北、西南、华北地区，以云南省
产量最大，以陕西省所产品质为最佳。
　　猪苓以野生为主，自然分布多生长在海拔1000～2000米的山区，以1200～1600米半阴半阳坡地的次
生林中居多。
由于猪苓的疗效较好，需求量大，价值较高，促使了对野生猪苓大规模的无序过度采挖，致使自然资
源遭到严重破坏，已面临枯竭，造成医疗用药的长期紧缺局面。
　　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发展猪苓生产，解决医疗用药的供需矛盾。
近些年来，陕西、四川等省的有关科研单位对猪苓人工栽培和半野生栽培进行了多方面的科学实验，
特别是在猪苓的菌枝培养、培育菌材方面的研究资料更为丰富。
对猪苓的化学成分和药理等方面的研究也日渐深入。
据近代药理实验证明，猪苓除具有明显的利尿作用外，还有抗肿瘤、抗菌等作用，医疗临床应用也愈
来愈广泛，为了使上述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早日为保障人民健康和振兴山区经济效力，很有
必要进行一次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总结。
本书正是为此目的而编写的。
　　在编写工程中，第三章 曾得到从事猪苓研究多年的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殷红教授指导；陕西理
工学院李树森教授、昝丽霞讲师长期从事猪苓栽培研究，很有经验，对本书有关栽培的章节提出了宝
贵意见，并进行了认真修改，增加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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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据近代药理实验证明，猪苓除具有明显的利尿作用外，还有抗肿瘤、抗菌等作用，医疗临床应用
也愈来愈广泛。
《中药猪苓的现代研究与应用》在对猪苓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全面总结了猪苓的真菌学
特性、种植经验、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取材广泛，叙述简明，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对猪
苓的栽培、化学成分研究、临床应用很有参考价值。
　　《中药猪苓的现代研究与应用》可供中药学专业人员、中药行业从业人员及大中专院校学生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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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内销、外销的猪苓多依靠野生资源。
由于市场需求量连年增长，猪苓市场价格呈逐年上涨之势，极大地刺激了产区群众对猪苓采挖的积极
性。
每到春、秋两季收获季节，不论是产区的农民还是附近的群众，都成群结队进行大规模地无序采挖，
有些地区甚至采取地毯式的滥采乱挖；前几年，一些山区、半山区大量毁林开荒造田，极大地破坏了
猪苓的生长环境，导致野生猪苓的蕴藏量连年大幅度地直线下滑。
据全国中药材资源普查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50年代，猪苓的野生蕴藏量估计在（600～700）×10kg
，到了80年代后期锐减至200×10kg左右，90年代后期进一步缩减至100×10kg左右。
进入21世纪，猪苓的野生蕴藏量估算仅为50×10kg上下。
同时，产区的青壮劳力大多进城务工，也少有人到产区采挖，更使上市量雪上加霜。
　　近几年，一些地区将猪苓引为家种。
但据有关专家介绍，猪苓的生长发育环境颇为苛刻，人工栽培技术要求严格，目前尚未被大多数药农
所掌握；而且猪苓的生长周期长达3～4年，猪苓生产费工费时，产量低，效益低下，不少农民弃种。
　　野生产量日渐匮乏，人工栽培的时间短，产量低，引种产量少，致使猪苓的上市量呈逐年下滑之
势，每年市场缺口约在50％以上，而且还在逐年递增。
2007年缺口高达60％～70％，供需矛盾尖锐，历年的陈旧库存已在2004～2005年消化殆尽，各地库存已
呈空虚之势，部分地区药材市场已呈零库存，引起药厂、药企、药商和药农等多方面的关注。
一些庄家大户开始高价收购、囤积，伺机操盘炒作，加剧了各地的争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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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猪苓的基源考证，猪苓的生活习性、生物学特性、植物学特征及生药学鉴别特征猪苓栽培、采集
、加工及贮藏猪苓的化学成分猪苓化学成分分析猪苓的药理研究与临床应用猪苓的发展现状及市场开
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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